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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地名委员会公布三江六岸
二期工程沿线公园及景点名称。不少市
民发现，许多古地名赫然在列。这些古
地名带有明显的永康文化特色，引发市
民更多的期待。

目前，该工程进展如何？为何大量
使用古地名？背后又有哪些考量？近
日，记者作了深度探访。

□融媒记者 吕鹏

近年来，随着我市城市建

设的快速推进，大量民宅、街巷

里弄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林

立的高楼和宽广的大道，许多

古地名便逐步走向消亡。

“很多古地名的消失，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市民政局

相关科室负责人告诉记者，还

有很多地名因新兴区域开发而

消失。

地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然而，一批曾影响了一代代人

的古地名正面临消失或被遗忘

的境地。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

该局围绕保护地名文化遗产，

以做亮地名文化为抓手，深挖

地名文化内涵，涵养地名文化

底蕴。“我们组织开展永康市

地名储备库编纂工作，以‘保

护优先、传承文脉、留住乡愁’

为原则，挖掘永康古地名，用

于新增地名命名的参考与选

用。”该负责人说。他们已收

录各类地名 700 余条。2018

年，《诗画永康》地名短视频获

“美丽中国 地名寻梦——全

国地名文化段视频征集与展

播活动”三等奖，是金华市唯

一获奖的作品。该视频以亲

历者的口吻，讲述永康文化典

故、历史沿革，引发永康人对

过往的追忆。

“其实，一个好的古地名，

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如

将其历史内涵充分发掘出来，

对保留城市记忆、涵养城市底

蕴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市民政

局相关科室负责人说，以后将

会有更多消失的古地名在我市

复活。

永康江、南溪、华溪穿城而过，三江六岸有着得天独厚

的生态资源。沿线景观带代表了城市的品位，是我市城区

的标志和灵魂，也是城市形象的名片。

三江六岸一期工程完成后，成为市民健身休闲的好场

所，为城市增添了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市民对二期提升工

程的期盼更加热切。

近日，记者在三江六岸二期工程华溪桥到丽州桥段看

到，各项设施已经完工，有不少市民在游步道上散步。“崭新

的护栏、厚实的石雕装饰，在原有基础上作了提升，行走更

便捷、舒适了。”市民李女士说。该路段焕然一新，变得可

赏、可游、可用。目前，三江六岸二期工程丽州桥到华溪桥、

华溪桥到商城桥已经竣工，市民可自由通行。

上述路段是二期工程的一个缩影。据悉，三江六岸提

升改造项目二期工程规划范围，包括南溪左岸望春桥至丽

州桥段、紫微桥至阳关桥段；南溪右岸望春桥至阳关桥段、

华溪后槽桥至华溪桥段，以及酥溪后槽桥至330国道段，长

约8公里。

相比于一期工程，二期工程不仅体量更大，实施难度也

更大。其中，包括209000平方米城市开放空间连接、6.75公

里城市景观带和活力低碳的公园绿带。另外,还有12公里

绿色慢行道、12 个休憩驿站以及全线无障碍慢行水岸。与

此同时，1704吨年碳收集量、126种观赏动植物，构建起可持

续的生态绿廊；每天167立方米的雨水涵养量、980.79立方

米调蓄雨量，打造出弹性循环的海绵城市。城区以三江六岸

为核心的区域，将呈现“处处有景、步步有特色公园”的效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记者从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了解到，三江六岸二期工程特别借鉴了目前国内大中型

城市的一些做法。例如，杭州西湖周边，配置自动售货机等

便民设施。此次的工程设计，经过充分考量，将结合城市规

划融入具有现代化城市品位的配套设施，做到既不影响市容

市貌，又能方便市民休闲生活，这成为城市的另一种风景。

“我们定下了旧历年前完成80%工程量的目标，让市民在春

节期间体验到三江六岸提升后的交通便利。”市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经理吴仲宣说。

西津公园、三江广场、双溪

流月、双塔凌秋⋯⋯在公布的

21 个地名中，市民们发现，除

了几个耳熟能详的地名外，还

出现了不少“新地名”。然而，

对于一些熟知永康历史文化的

市民来说，这些“新地名”其实

是古地名。

吴仲宣告诉记者，一些古

地名蕴含着历史记忆和深厚文

化内涵。这些古地名得以复

活，是集思广益的结果。“从去

年 7 月开始，市人大、市民政

局、市文联、市建设局、城投集

团等组织相关专家，对三江六

岸二期文化建设工程进行多次

商讨。”吴仲宣说，一期景观大

多处于新建城区，文化积淀稍

浅。而二期景观多数处在老城

区，承载着较为深厚的历史文

化内涵。

上述地名命名的依据是什

么？吴仲宣解释说，他们从景观

周边的建筑、公共设施、绿化、环

境等出发，努力寻找、考证景观

点的旧有名称，从中找出与当代

文化相适应的契合点。

经过文化专家长达半年的

努力，三江六岸二期各景点命

名工作落下帷幕，一个个蕴含

永康乡愁的古地名复活，呈现

市民面前。

吴仲宣认为，乡愁不是落

后的代名词，也不是农村的专

有名词。它深藏在家乡之中，

此次命名侧重于挖掘我市历史

名 人、乡 贤 等 相 关 的 文 化 记

忆。如，解放桥至丽州桥左岸，

被命名为“双溪流月”，是因吕

公望“永城八景”诗中有此一

景；西津桥至解放桥左岸，被命

名为“南浦春烟”。此地位于南

溪南，康熙永康县志中有徐友

范《古丽八景诗 南浦春烟》；华

川桥至塔海桥右岸，则被命名

为“龟潭庄”，因乾隆间举人王

环有龟潭庄诗。

“其他地名凸显优雅、宜

居、人 与 自 然 和 谐 相 处 的 特

点。已经约定俗成的就尽量延

用，比如，三江广场、思源广场

等。”吴仲宣说。

集思广益，21个地名出炉

期待更多古地名在我市复活

三江六岸二期景观命名设计图。

旧历年前完成工程总量的80%

三江六岸二期部分工程竣工，具备可赏可游可用条件

邂逅古地名感受历史记忆文化内涵

华溪桥到丽州桥段已竣工。


